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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届尼斯狂欢节开幕
2月16日，在法国尼斯，表演者参加狂欢节游行。
第 135 届尼斯狂欢节 16 日开幕，将持续至 3 月 2

日。 新华社发

演员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成国内舆论热点

学术不端是怎样的一种全球麻烦？
近日，演员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事件成为国内舆论热点。国际上，在翟天临公开致

歉的同一天，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马西娅·麦克纳特等人在英国《自然》杂志发文，提出维
护学术诚信机制的低效问题，呼吁建立专门机构维护科研诚信。

案例之外还有数据。因揭露学术不端而全球著名的“撤稿观察”网站共同创始人伊
万·奥兰斯基告诉新华社记者：“我们统计的全球论文撤稿量已从2000年前的每年不足
40篇，上升到2018年的约1400篇，其中约60%与学术不端有关。”

元宵节故宫将首开夜场
免费对预约公众开放

新华社电“今年元宵节，故宫将首开夜场，迎
‘上元之夜’，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将在古城墙上
闪耀展示，让这个‘最大的四合院’亮起来。”在17日
的2019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九届年会上，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

据悉，今年正月十五和正月十六，故宫博物院将
连刷三个首次，成为京城“最亮”景点——建院94年
来首次举办“灯会”，紫禁城古建筑群首次在晚间被
较大规模点亮，首次在晚间免费对预约公众开放。

“故宫博物院收藏珍贵文物1684490件，占全国
珍贵文物的41.98%，这就是我们的责任。”随着一张
张文物修复前后的对比照片不断展示，单霁翔说：

“珍贵文物得不到呵护，则蓬头垢面、没有尊严；得到
呵护，它们就会光彩照人。”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让“文物医生”走出幕
后，即将迎来600岁生日的故宫变成“网红”圈粉无
数。单霁翔介绍，经过近年来的治理和修缮，故宫的
开放面积已经超过80%。每年展出的文物藏品约2
万件，比2012年增加了一倍，其比例从以前不到
1%，上升到去年的3%，今年年底将达到8%。

如今，供游客休息的座椅增多了，黯淡的太和殿
被点亮了，59所存在安全隐患的彩钢房不见了踪影，
沿着开放的城墙，游客可以走到王府井、角楼……故
宫突破“管理思维”，提升服务意识，大大改善游客体
验，2018年购票参观人数达1754万人次。

新华社电 2018年6月以来，P2P网络借贷平台风险频发，严重侵害广
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立即部署
各地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密切会同有关监管部门，依法开展
侦查办案，全力以赴追赃追逃，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市场经济秩序。截
至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380余个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网贷平台立案侦
查，据不完全统计，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价值约百亿元。

据介绍，2018年6月以来，一些地方的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投资群众
集中报案，案件高发态势凸显。犯罪嫌疑人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以高额利
息为诱饵，触犯“为自身融资”“归集出借人的资金”等禁止性规定，进行虚假
宣传、虚构投资标的、肆意占有挥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调查发现，平
台实际控制人、高管人员在案发前失联、逃匿的就超过百人，其中部分已确
认逃往境外，有的甚至提前办理好第三国证件，为潜逃跑路做好准备。

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督促、指导各地公安机关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依
法开展侦查办案，全力防范化解风险。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响应、积极行动，
将打击重点对准庞氏骗局、情节严重的网贷平台，成功侦破了“联壁金融”

“理财咖”“礼德财富”等一批群众反映强烈、涉及人数众多的重大案件，有力
震慑不法分子。目前，“联壁金融”“理财咖”等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批准
逮捕，“礼德财富”等案件已经移送审查起诉。

各地公安机关始终将追缴涉案资产作为维护群众权益的核心要务，积极
采取工作措施，全力查明资金流向，最大程度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据不完
全统计，已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犯罪嫌疑人现金、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涉
案资产价值合计约百亿元，并仍在持续追缴中。

其间，公安部将缉捕涉嫌犯罪的网贷平台嫌疑人列为当前“猎狐行动”
的首要任务，派出多路工作组，实施专项追逃，已成功从泰国、柬埔寨等16
个国家和地区将62名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

公安机关对380余个网贷平台立案侦查
查扣冻结涉案资产约百亿元

一度潜逃的“礼德财富”投资理财平台控制人郑某森（中）从境外归案（2018年9
月20日摄）。 新华社发

丑闻层出不穷

国际上学术不端丑闻连年不断。最近的重
磅丑闻则是2018年10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
院宣布曾在该机构任职的皮耶罗·安韦萨有31
篇论文因涉嫌造假而要撤稿。由于安韦萨曾被
认为开创了心肌细胞再生的新领域，这一消息
震惊了全球学术界。

再往前追溯，还有连累导师自杀的日本“学
术女神”小保方晴子事件、2005年韩国曾获“最
高科学家”称号的黄禹锡事件、2002年美国贝
尔实验室科学家舍恩制造“物理学界50年来最
大的造假事件”。国内也有受到广泛关注的韩
春雨事件等。

“论文撤稿是学术不端的常见后果。‘撤稿

观察’网站中主要收集了来自英文国际期刊的
超过1.8万条撤稿信息。有些撤稿可以追溯到
20世纪70年代，甚至有一条在1756年。”奥兰
斯基说。“撤稿观察”是目前国际上最大的撤稿
数据库，它显示全球撤稿的数量一直在上升，不
过由于论文总量也在增长，撤稿量在论文总量
中的比例近年来维持在万分之四左右。

虽然撤稿并不一定意味着学术不端，但奥
兰斯基表示，分析显示从2000年至今，因各种
学术不端问题导致的撤稿在撤稿总量中比例维
持在60%左右，这说明学术不端一直是个困扰
全球学术界的麻烦。

危害不止“腠理”

跟其他作假行为相比，学术不端的危害往
往得不到充分认识。有些人觉得，无非是发了
几篇假论文，获得“注水”的学位或荣誉，浪费了
一些科研资金，不值得“大动干戈”。还有的机
构讳疾忌医，不愿意公开和处理所属人员的学
术不端行为。

“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这是扁鹊见
蔡桓公时的早期诊断，可惜患者没有重视，最终
不治身亡。今天，学术不端对社会的危害同样
不容忽视。

某些科研领域的学术不端很可能危及生命。
在“撤稿观察”的榜单上以96篇撤稿量排名全球
第二的，是德国麻醉研究者约阿希姆·博尔特，他
的一大“发现”是含有某种胶质物的羟乙基淀粉可
用于静脉注射。在相关论文没有被发现造假前，
一些医学机构曾将此写入注射指南。但实际上人
体肾功能可能因此受损，严重时可致死亡。

从更深层次看，学术不端损害社会诚信和
人们的信任，以各种手段“轻松”获得学业成绩
或学术荣誉的造假者会成为坏榜样。美国也有
类似案例。2010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就读的
运动员马文·奥斯汀发了一条推特，引发人们对
其学业成绩的质疑。媒体顺藤摸瓜发现，从
1999年开始，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就读的许多运
动员就没有正常上课，却获得了不应有的学业
成绩。舆论哗然，有关机构对这项丑闻的调查
一直持续到2017年，大学进行了多项整改。

对于学术不端问题的治理，人们往往止步
于关注对曝光个案的处理而忽视了全面的治理
体系建设。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马西娅·麦克
纳特等人在14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发表文
章说，过去在学术丑闻之后，常有人提议建立一
个全面协调的治理体系，但往往又随着新闻热
度的淡化而被搁置。 据新华社电


